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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星辉

日前，贵州全省 672.84 万名中小学生

集中收看的“开学第一课”视频，正是在遵

义会议会址前录制的。

娄山关下闯天险，赤水河畔出奇兵。

这是一片光荣的土地。86 年前，中央红军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靠着不怕艰难险

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在这里

转危为安，直至走向胜利。

贵州遵义，革命老区，一个伟大的转折

之城，也由此被历史和人民所铭记。

86 年后，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场

上再次创造辉煌和奇迹之后，遵义“而今迈

步从头越”，踏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无中生有”小吉他
撑起了大产业

偏居一隅的正安，曾是遵义唯一的深

度贫困县。

30 多年前，在一片争议声中，当地组

织“三百娘子军”下广东番禺，拉开了贵州

有组织性劳务输出的序幕。浩浩荡荡的劳

务大军，带来的是蔚为壮观的劳务经济。

然而，产业始终是正安发展之痛。群山

环绕之下，破碎的土地难以引进机械化耕

作。而靠传统的耕作方式，老百姓收入微

薄，除了外出务工，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2012 年，正安决定突围，派出县领导

率队到广州招商引资。

从 16 岁就外出打工的郑传玖，当时在

广州已经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吉他代工工

厂。一方面是受乡情的感召，另一方面也

算过经济账，郑传玖毅然把吉他工厂搬回

了正安。

就这样，一把小吉他，竟然让正安“无

中生有”闯出了一个新产业。

2020 年 3 月，随着正安在全省深度贫

困县中率先脱贫出列，遵义在贵州也率先

整市脱贫出列，成为全国革命老区中继延

安之后全面脱贫的第二个地级市。

来自官方的数据，2020 年，正安年产

600 余万把吉他，产值近 60 亿元。谁又能

想到，短短 9 年间，遵义这个偏远的小县

城，竟然成了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吉他生产

基地。

脱贫攻坚，关键在产业。乡村全面振

兴，希望在产业。

产业发展起来了，受益的还是老百

姓。迄今为止，正安的吉他产业园入驻企

业 89家，已带动 14731人在家门口就业，保

障了 6690人稳定脱贫。

“受疫情影响，部分境外吉他工厂停

工，质量优良的神曲吉他就成了新老客户

的首要选择。”全国人大代表、遵义神曲乐

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传玖透露，今年以来，

他收到的吉他订单已达 70万把。

“有中创优”传统产
业催生发展“加速度”

如果说，吉他产业是新贵。那么，传统

的白酒和茶叶，就是遵义产业发展中的中

坚力量。

美丽的赤水河畔，白酒企业云集，闻名

中外的茅台酒，就产自这里。在遵义，由于

生产规模大、发展质量和效益持续提高，白

酒产业的支柱地位非常突出。依托特殊的

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至今，遵义的茶园种

植面积稳定在 200 万亩，形成了以湄潭、凤

冈为主的茶叶加工产业群。

放眼“十四五”，遵义将围绕建设“世界

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目标，打造以茅台集

团为航母的世界酱香型白酒企业舰队，到

2025年，力争白酒产值达 2000亿元。在茶

叶方面，将围绕建设“中国茶业第一市”的

目标，聚焦高品质精制茶和龙头企业扶持，

到 2025 年，力争茶叶加工产值突破 100 亿

元、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400亿元。

唯有转型升级，才能赋予传统产业发

展“加速度”。

在发展思路上，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市

委书记魏树旺提出了“四个轮子一起转”，其

中有两个“轮子”就和白酒、茶叶有关，即以绿

色食品工业为引领的现代工业化和以山地

高效特色农业发展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

如何在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上做文

章，加快构建以绿色食品工业为主导、其他

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协同并进的新型

工业化产业体系。如何向创新要效益，积

极发展集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高效益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这里面，科技的引领不可或缺。

“我们刚刚脱贫，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不是歇歇脚的时候，而是应该更加迅速地

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魏树旺表示，就遵

义而言，向北可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向南正与贵阳唱响“双城记”，放眼全省

形成核心增长极，立足自身加快遵义都市

圈建设，这些既是遵义发展的形势方位，更

是发展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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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了，百姓的口袋更鼓了……传承着红色精神的广大

革命老区，刚刚经历全面脱贫攻坚的翻天巨变，正迎来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在建党百年之

际、“十四五”开局之年，迈步时代新征程，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该如何开好局、起好步？全国两

会召开期间，本报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听他们讲述革命老区的故事。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战斗和生活

了 13 个春秋，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延安有过

7 年知青插队生活。2019 年 5 月 7 日，随着延

川和宜川两县脱贫“摘帽”，革命圣地延安历

史性实现区域整体脱贫，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如一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下山不忘山 进城不忘乡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条件

艰苦、环境恶劣，基础薄弱、生态脆弱，历史上

极端贫困，长期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区域。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脱贫

攻坚战的战场上弥足珍贵。220 万延安人身

上，奋斗的劲头从未消失。

党中央在延安结束了长征，领导了全国

抗日战争，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老区人民为

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收录在

《毛泽东选集》前四卷中的 140多篇文章中，有

112篇在延安写就。

陕甘宁边区被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

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

后，起在此处，转也是此地，既是落脚点，又是

出发点。

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春风，脱贫

攻坚战的打响，给延安带来巨大的变化，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延安脱贫致富、加快发展关

怀备至。

记者了解到，2015年以来，中央和各级财政

累计向延安投入了62.5亿元扶贫资金，延安选

派了1784名第一书记、1546个驻村工作队、3.74

万名干部驻村入户，致力扶贫工作。这些一线

干部创新思路，精准施策，开展极具特色的文化

帮扶、产业扶贫、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就业创

业、生态补偿、教育支持、医疗救助、兜底保障等

多种形式，坚决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

一项项精准脱贫的政策在延安的山山峁

峁间落地生根，改变了老区的贫穷图景，也振

奋着贫困群众的精气神。

扩绿色版图 建产业集群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

新衣。”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的美好诗

句变成了现实，陕西绿色版图因此向北推移

400 公里。

作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21 世纪以

来，延安市用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实现了

沟沟峁峁底色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把“穷

山恶水”变成“青山绿水”，延安的红苹果种植

面积达到 350 万亩，占到了陕西省的三分之

一，全国的十分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延安市市长薛占海告诉

记者，“十三五”期间，延安市生产总值突破

1600亿元大关，人均 GDP突破 1万美元，人均

财力达到 7263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完成 5879.6 亿元。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落户

延安，建成众创空间、孵化器 20 个，引进新经

济企业 1076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据薛占海介绍，“十四五”时期，延安将以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持续做好“有中生新”和“无中生有”两篇大文

章，加快打造现代农业、高端能化和文化旅游

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促进质量和效益双

提升。延安招商引资理念已经从“拾到篮子都

是菜”，跃升至“提着篮子选菜”的历史新阶段。

陕西延安：脱贫攻坚战中延续延安精神

“过去这里被称为‘双山坪’。因土壤环

境特殊，大半都是硬石子。种植水稻、玉米、

小麦基本没有收成，随着精准扶贫深入实施，

我家正大力发展养殖业，每年都要出栏 10 多

头牛、100 多只黄羊，过上了‘靠山吃山’的幸

福生活。”在地处川陕革命老区腹地的四川巴

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宝珠寺村，村民李本全谈

及近年来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不已。

四川是川陕革命老区重要组成部分，包

括巴中、广元等 5 市 37 个县（市、区），辖区面

积 7.8万平方公里。近年来，川陕老区聚焦基

础设施、特色产业、脱贫攻坚和生态环保等，

不断强化规划引领和项目投资，老区振兴发

展正不断取得飞跃。

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来自四川革命老

区、乡村一线的代表们，带来了他们眼中家乡

的新变化。

青山绿水变致富“金山银山”

位于四川省达州市的宣汉县，在革命战

争时期是川东游击军和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所

在地，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四方面

军的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宣汉是革命老区，曾经创造了中国革命

史上一个县独建一个军的奇迹。但由于宣汉

境内山区众多、交通不便，过去经济发展缓

慢。”全国人大代表、宣汉县食用菌研究所高

级农艺师耿新翠说。

2014 年脱贫攻坚启动以来，经过精准识

别和建档立卡，宣汉县是当时全省贫困人口

最多的县。在脱贫攻坚中，该县将全县划分

为东北部巴山大峡谷文旅扶贫综合开发示范

区、中部山地特色农业示范区、西部产业脱贫

示范区等“四大脱贫攻坚片区”，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问题。

“巴山大峡谷旅游区的开发，直接带动了

宣汉龙泉乡土家族乡整体脱贫致富。”谈到自

己的见闻时，耿新翠说。龙泉土家族乡罗盘

村位于海拔 2500 米的高山上，过去这里交通

困难、贫困落后，脱贫攻坚中当地修建村社公

路 100 多公里，并在村支书李永太的带领下，

邀请农业专家指导种植中药材，2016 年底该

村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人均收入过万元。

“如今借助大巴山峡谷旅游区，罗盘村的

药材产业又有新的商机，今后生活还将再上

一个新的台阶。”耿新翠介绍，经过 5 年建设，

巴山大峡谷旅游区已成为 4A 级景区、国家地

质公园和康养理想地，充分带动了本地农民

就业和脱贫致富。这片红色土地上，正处处

焕发出致富奔小康的蓬勃生机。

如今村民每人“三双鞋”

谈到家乡的发展变化，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眉山丹棱县龙鹄村党支部书记罗朝运说，

记得 2004 年 10 月自己刚就任时，村上农业

产业、人居环境都亟待改善。“特别是村上的

主要道路，可以说是‘下雨一身泥、晴天一把

刀’，下雨的时坑坑洼洼、干了以后又结成硬

块。而且村容村貌脏乱，在河面、路边经常有

垃圾堆放的情况。”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中央对

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战略的启动，龙鹄村“三农”工作得到了

极大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老旧果园改造

先后落地，村容村貌不断提升。如今，龙鹄

村作为丹棱乡村振兴示范点之一，已先后

被评为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环境优美

示范村庄、省级四好村，该村采取的“因地

制宜、分类减量、村民自治、市场运作”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龙鹄模式”，还成为全国农

村垃圾治理的样本。

“如今的村民每人‘三双鞋’，在家穿拖

鞋、出门办事穿皮鞋、上山务农穿胶鞋。村里

许多老党员都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赞不绝口，

都说赶上了大变化的好时代。”罗朝运说。

而位于川陕革命老区腹地的四川巴中

市，就在今年 2 月底，印发了《2021 年川陕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重点工作推进方案》，明确提

出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基础设施体系、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 11 个方面着力，为

革命老区推进“十四五”振兴发展开好局、起

好步。

按照规划，巴中将推进石墨、天然气资源

开发和综合利用，加大重点革命遗址修缮保

护，促进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加快全国全

域旅游发展示范市、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和红

色文化传承基地建设。

四川：精准施策，老区焕发新活力

“这是用井冈翠竹制作的，也是我们脱贫

致富的特色产品之一。”3 月 3 日，左香云从行

李箱中掏出一件制作精美的笔筒。筒身上

“不忘初心”四个字笔力雄劲，“我要带着它去

北京开会，这是我们美好生活的见证。”他笑

呵呵地说。

左香云是全国人大代表、井冈山市神山

村党支部副书记，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6

年前，全村近半数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如

今，按他的话说：“贫困的帽子已经抛到太平

洋去了！”靠着多业经营和旅游资源开发，黄

洋界下的神山村被评为全国文明乡镇，也是

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

神山村的故事，是江西这片红色土地上

脱贫攻坚的一个小小缩影。放眼赣鄱大地，

穿越历史画卷，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号角，正在

汇聚成跨越发展的交响乐章。

产业发展的“拼”字诀

3 月 1 日，江西省委、省政府举行 2021 年

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重大项目开工暨“项目

大会战”动员大会。随着省委书记刘奇开工

令的下达，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公共服

务、生态环保等领域的 821个重大项目正式开

工建设，总投资达 7458亿元。

江西省省长易炼红在大会上，以“拼”字

切题的讲话掷地有声。他说，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要抢时间，拼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要解难题，拼出项目建设的高效率；要蓄能

量，拼出项目建设的大后劲；要优服务，拼出

项目建设的好环境。

一个“拼”字，既代表着老区人民浴血奋

战的光辉历史，也彰显出民族复兴征程里的

“江西印迹”。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

书记、主任王水平的公文包里，带着一份江西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绩单：自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江西用 14 天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

势头，用 27 天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

位数以内，用 37天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清零，

用 51天将住院确诊病例全部清零。各项清零

指标比全国平均时间缩短 50%以上。

在江西“拼”字诀的账单上，“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稳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贯穿始

终，收获的是一连串靓丽的数据：在极不平凡

的发展环境下，2020 年江西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保持全国前列、51 件民生实事全面完成、

9.6 万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一连串枯

燥的数据，印证了“江西老表”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强起来坚实而生动的步伐。

照亮未来的“科技火炬”

2 月中旬，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 2020 年

国家级高新区评价结果，江西省 8家国家级高

新区在全国排名分别前进了 4 至 10 位，其中

南昌高新区实现了“六连升”，从第 30 位进至

26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020年 4月 29日，疫情期间，位于南昌九

龙湖、总投资 500 亿元的 VR 科创城破土动

工。作为世界 VR产业大会的永久举办地，如

今经过半年马不停蹄的建设，一期工程已经

初具规模，两栋颇具科幻感的银白色建筑象

征着虚拟与现实，在蓝天下灵动而舒展。

2 月 27 日，在虚拟现实产业链工作推进

会上，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吴晓军强

调，要育龙头、抓集群、强载体，迅速形成产业

集聚的良好态势，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

“十三五”期间，江西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遴选实施了63个重大研发专

项，同时通过强化顶层设计、聚焦精准施策和强

力推进科技金融融合等系列“硬核”举措，在全

国率先提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全省域培育”理

念，创新型省份建设由此站上了新的起点。

“十四五”时期，江西将重点实施科技创

新“1345”战略。即构建一个“一核十城多链”

的区域创新体系，实施创新能力建设三大工

程、科技赋能四大行动和科技服务提升五大

计划，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好风凭借力，潮涌正扬帆。历经岁月洗

礼，红色基因传承下的江西创新发展“路线

图”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一轮对

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结对安排方案、健

康江西行动以及鹰潭 03 专项、景德镇国家陶

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中科院赣江创新研

究院等重磅经济建设大项穿插其中，以抓项

目、促消费为重点的扩内需战略，以内陆双向

开放为核心的开放提升战略，正在奏响爬坡

过坎、转型升级的时代强音。

江西：在红土地上建设创新型省份

◎本报记者 史俊斌

◎陈 科

◎本报记者 寇 勇

南昌高新区排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南昌高新区排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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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正 安 年 产

600 余万把吉他，产值近

60亿元。迄今为止，正安

的吉他产业园入驻企业

89家，已带动 14731人在

家门口就业，保障了 6690

人稳定脱贫。

60亿元

2020年3月，遵义成为全国革命老区中全面脱贫的第二个地级市。 罗星汉摄

一项项精准脱贫的政策在延安的山山峁峁间落地生根，改变了老区的贫穷图景，也振奋着
贫困群众的精气神。 延安市委宣传部供图

革命老区百年再出发专题报道


